
2011 · 01（中）

传统还是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现状
范叶超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武进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初步明确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现状。研究发现：1.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现状呈现一些现代性的特征，但仍然受传统婚恋模式的影响；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高

未婚率的问题，但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3.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较弱，但具有较强的赡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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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原因、生存

状况、市民化、主观诉求、社会认同、城市社会适应等方面，并取得

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然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方面的研究

却显得相对不足。众所周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大多为 30 岁

以下，“恋爱择偶、结婚成家、生育抚养”是他们面临的基本生活问

题和发展问题 ，再过几年他们还将可能面临赡养父母的义务。

因此，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仍

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状况作为研究主题，试图明确新生代农

民工的婚恋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本研究所用的问卷资料，源于 2009 年 8 月在江苏省武进市

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以滚雪球抽

样方式进行的，调查样本设计为 16-31 岁，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

收问卷 386 份，其中有效问卷 385 份。在有效问卷中，男性和女

性分别为59.4%和40.6%；23.0%的样本来自独生子女家庭，77.0%

的样本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

二、调查发现

（一）已婚率

如表 1 所示，在调查样本中，未婚者的人数远远高于已婚者，

已婚者的比率为 20%，而未婚者的比率却高达 80%。从不同年

龄层看，16-20 岁样本中，已婚者和未婚者的比例分别为 5.4%和

94.6%；21-25 岁样本中，已婚者和未婚者的比例分别为 23.6%和

76.4%；26-30 岁样本中，已婚者和未婚者的比例分别为 63.2%和

36.8%；31 岁样本中，已婚者的比例则为 100%。这样的调查结果

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确实存在高未婚率的现象，但是调查样

本中，46.1%的样本并没有达到最低适婚年龄 20 周岁，因此实际

未婚率应该不包含这个年龄层。在 21-25 岁、26-30 岁、31 岁几

个年龄层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未婚率也在明显下降，至 26-30 岁

减为一半以下（36.8%），至 31 岁几乎不再存在未婚者。因此，新

生代农民工的高未婚现象，仅仅局限于 21-25 岁的年龄层中。另

外，Lambda值和其相对应的P值说明，这一结果具有相当的解释

力。

表 1 不同年龄层样本的婚姻经历

已婚（20.0%） 未婚（80.0%） 合计（100.0%）

100.0%94.6%5.4%

63.2%

16-20 岁

21-25 岁

26-30 岁

31 岁 100.0%

23.6% 76.4%

6.8%

—— 100.0%

100.0%

100.0%

Lambda=0.150，p=0.000

（二）通婚范围

如表 2 所示，在已婚者中，配偶大多为自己的同乡（52.1%），

其次是外乡非城镇户口者（21.1%），而配偶是城镇户口者很少，所

占比例仅为 14.1%。在未婚者中，其配偶选择意愿情况和已婚者

接近，绝大多数的未婚者倾向与自己的老乡组成家庭（43.0%），而

倾向与城镇户口者和外乡非城镇户口者组建家庭的比例分别为

15.4%和 13.6%。另外还可以指出，男性样本希望与同乡组建家

庭的比例为 43.3%，而希望与城镇户口者和外乡非城镇户口者组

建家庭的比例分别为 15.3%和 17.2%；女性样本希望与同乡组建

家庭的比例为 50.3%，而希望与城镇户口者和外乡非城镇户口者

组建家庭的比例分别为 12.8%和 12.1%。这样的调查结果说明，

（1）已婚者自不必说，即使未婚者也大多数希望与自己的同乡组

建家庭；（2）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更

倾向与自己的同乡组成家庭，与外乡农村人和城镇人组建家庭的

愿望没有男性强烈。

表 2 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范围

同乡 城镇人口者 其他 合计

21.1%

外乡非城镇人口者

15.4%

14.1%

43.0%

52.1%已婚

男性

未婚

43.3%

50.3%女性 12.8%

15.3%

13.6%

12.1%

17.2% 24.2%

24.8%

28.0%

12.7% 100.0%

100.0%

100.0%

100.0%

（三）婚恋观

如表 3所示，在被问及婚恋的决定因素时，71.8%的样本回答

“自由恋爱”，也有少量的样本选择了“金钱地位等基础物质基础”

（16.8%）和“门当户对”（6.2%）；在被问及维持婚姻的最重要因素

时，66.9%的样本选择了“夫妻感情的持久长短”，21.6%的样本选

择了“经济实力”，而选择“社会舆论”的样本比例仅为 3.2%；在被

问及如何看待离婚、再婚等现象时，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本 50.4%

表示可以理解，但是实际认为自己遇到类似情况也会这样选择的

样本却只有 20.5%，表示无法理解的样本比例为 14.6%。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

决定婚恋最主要的因素 维持婚姻最重要的因素 怎么看待离婚、再婚等

现象

夫妻感情 66.9% 理解，类似情况也会这

样选择 20.5%

物质基础 16.8%

门当户对 6.2% 经济实力 21.6% 理解，但自己不会这样

做 29.9%

无法理解，也不会这样

选择 14.6%

社会舆论 3.2%自由恋爱 71.8%

其 他 5.2% 其 他 8.3% 不知道，没考虑过 35.0%

合 计 100.0%合 计 100.0%合 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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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恋行为

如表 4 所示，在回答结婚和打算结婚的年龄时，4%的样本选

择了“20 周岁及以下”，70.2%的样本选择了“20~25 周岁（含 25）”

之间，未达适婚年龄的样本大多希望在这个年龄阶段结婚，选择

在 25 周岁以上结婚的样本占 25.8%。

（五）生育意愿和赡养意愿

样本的生育意愿和赡养意愿的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

发现，94.9%的样本在被问及理想的家庭子女数时，都选择 1 个或

者 2个，其中，选择最多只要 1个子女的样本占 52.0%，超过一半。

在回答婚后是否会在经济上给予父母帮助时，72.4%的样本回答

“会”，9.8%的样本选择“不会”，17.8%的样本选择“视情况而定”；

在回答是否会在父母年老的时候离开父母时，88.5%的样本表示

不会这样做，占绝大多数。

表 4 婚龄、理想家庭子女数以及赡养意愿

三、结论与讨论

（一）通婚圈的扩大和婚恋观的现代化

关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研究一致表明，第一代农民工的通婚圈

是非常狭小的，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婚恋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

本研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或愿意与城镇人口、外乡非城镇人

口结婚的调查结果表明，其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已经开始在由传

统的血缘、地缘为主，向业缘的方向过渡和转变，农民工群体传统

的狭小的通婚圈正在逐渐扩大。

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戴维· H ·史密斯在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中提出

一个重要观点，工厂可以培育人的现代性，“趋向现代化的个人改

变是个人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并认为城市经历

（如大众传播媒介、学校经历、工厂经历）间接影响人的现代性 。

调查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的现代化受其城市经历的影

响：由于有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在婚恋时，更加倾向

于自由恋爱，选择配偶的标准也呈现了多样性，认为夫妻感情是

维持婚姻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一些现代性的婚恋现象表现出一定

的宽容和理解，这些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已经趋向于现

代化，也是其长期受城市的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念共同作用的结

果。婚恋观的现代化可能直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行为产生

重要影响，导致了以往学者所研究的诸如“闪婚”、婚前性行为等

现代性非常强的婚恋行为。此外，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

育方面趋于保守，传统的“多子多福”的生育理念已经在发生改

变，这也是婚恋观现代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已经实

现了现代化。总体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还是趋于保守

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对象

仍然是老乡，这表明传统的地缘婚姻仍然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

大影响；其二，虽然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趋向于自由恋爱和有感

情基础的婚姻，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决定婚恋的主要因素是物质基

础或门第、社会舆论等传统因素；其三，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

现代性较强的婚恋行为表示了宽容和理解，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

分人实际上并不支持这些行为。

（二）高未婚率及原因分析

以往学者所做的很多研究，都有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未婚

率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大大高于传统农民

工”，并分析了这一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和社会可能造成的

影响 。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

的高未婚率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一定都在适婚青年的范畴之内。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大，未婚率在不断下

降，已婚率在不断增加，未婚率或已婚率明显与年龄相关。将新

生代农民工的未婚率与第一代农民工作比较或撇开婚龄限制来

单独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未婚率都是不客观的，也是意义不

大的；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可能性不高。笔者认为，这不仅

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未婚率的原因，也是整个农民工群体

未婚现象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每天工作时间都

非常长，劳动强度较大，他们在城市工作期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

力去婚恋。此外，从新生代农民工每年的留城时间来看，他们每

年在老家生活的时间是很少的，传统的地缘婚姻对他们的影响不

大，即：他们在家乡确定婚恋对象的可能性，也因此减弱；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的现代化。相对于父辈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念明显呈现了现代化的特征，并对他们的

婚恋行为直接产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现代化使得他

们当中大部分人在婚恋的选择上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婚恋不再是

一件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对婚恋的标准也有所提高，渴望自

由恋爱和现代化的婚姻，并不急着将自己的婚恋确定下来，因此

整体上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婚龄有所推迟也是可以理

解的。

（三）弱生育意愿和强赡养意愿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

的保守性：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得到体

现，他们更希望只生一个或两个小孩。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

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现在所处的家庭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

种影响直接对他们的生育观念造成影响，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子女

少的家庭；另一方面，他们的城市经历使得他们对子女的生育问

题有了初步的现代性的理解，如对子女的现代教育问题等，他们

对自身的现在所具备的物质条件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判断，认为现

代社会子女少的家庭或核心化家庭可能对培养子女更加有利。

如果生育观念影响生育结果的话，我们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在

家庭规模上会越来越趋向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整体上对农村的计

划生育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在赡养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上愿意给予父

母帮助，不会在父母年老的时候离开父母，这些都表明他们愿意

履行和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大一部分父母

也是农民工，笔者认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对父母的赡养意愿对解

决当前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退休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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